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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谓“政治文化”，定义多多。简单说来，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群体政治心
态。这种心态构成政治生活的软环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有制约作用，与政治演进、制度变迁等现象
存在互动关系。古代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始终呈多元格局，而统一又是大趋势，是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如何在建立和巩固统一国家的进程中，对不同地
域和民族的文化进行整合与升华？如何运用各种思想、学说为政治和教化服务？如何建立和改进各种
制度，以提高统治效率，强化帝国的管理？如此等等，都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积极探索并努
力实践的重要课题。由此形成的思想、理论、观念等，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干和底色，并对政
治、法律、制度、风俗等诸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数千年历史
中，是否有脉络可循？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只是我们今天尚未将其摸清而已。根据已有的知识，我们
可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演进历程勾画出一条大致的线索。这条线索从上古到明清一脉相承，不曾中
断，又一环扣一环，形成若干发展阶段。其中，上古至春秋是传统政治文化初步形成的阶段，春秋末
至东汉初是基本理论的探索和实验阶段，东汉至明中叶是实践和深入发展既定理论的阶段，其后则是
传统政治文化因西学东渐而逐步近代化的阶段。这一看法虽然还很粗浅，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必要
的出发点。政治文化史研究，和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等学科不同，它没有自己的专有领
域，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上述学科相互交叉重叠的部分。正是这一点，使得此项研究边界模糊，问题
分散，难以把握，但同时也使它能揭示一些从单纯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等角度看不到或
看不清的现象。这是此项研究的难点所在，也是其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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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中，一脉相承。本书所揭示的谶纬对东汉主流政治
文化的影响、帝国的日常运作及其意义、东晋南朝文化的特点和来源、十六国北朝的胡族政策、唐初
对周边民族文化的整合、中晚唐对南朝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赵宋“祖宗之法”的基本精神、宋代
士大夫对为政之道的探索和实践、元明政治的君主集权转制特征、宋明之际传统政治文化嬗变等，已
大致显现出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政治文化的基本走向和发展脉络，提出了一些有新意、有价值的观点
，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础研究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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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是公元前47年农历四月六日，即汉元帝时，敦煌郡太守等联署发给一位名叫“禹”的司马丞
的“传”的抄件。这位司马丞被派到郡内各县查案，执行公务，需要在属县的传舍住宿，因而太守签
发了上述介绍信。而悬泉置出土的是禹及其随从经过悬泉置并在该置享用传食或许住宿其中时由置的
小吏抄录的“传”的副本，禹等离开后还在副本尾部注明离开的时间与方向。最后的符号“口”属于
钩校符，表示某种行为已施行，②在此应指此事已经做过核对，当是其他官吏核校此件“传”文书与
相关“传食”账目时留下的记录。汉代在传舍使用上管理的严格与严密可见一斑。同在汉家天下担任
郡吏的师饶，离开东海郡治所外出公务，自然也要持“传”。师饶一年中郡内外公出至少有13次，得
到13枚“传”。他仕郡为吏多年，因公出得到的“传”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或许公务完成返回郡府
时要缴回用过的“传”，③且“传”太过平常了，墓主没有有意保存副本，置于墓中。而该郡的诸“
传舍”当时也应保留过类似的记录，可惜亦化为尘土了。还应指出的是，据《日记》，该年中师饶亦
曾有29晚在亭住宿，涉足的亭有17个，另有两天分别住在“邮”与“置”。这些机构，尤其是“亭”
亦具有一定的食宿设施，如此看来，似乎传舍与上述三机构间似乎无甚区别，后人观念中确有这样的
说法：“传舍谓邮亭传置之舍”，①以为这四类机构均有舍，总称为“传舍”。准确地说，此说扩大
了“传舍”的外延，并不确切。邮亭传置各有分工与职责主次。传舍接待使者官吏、亭主治安、邮置
传递文书。②内地郡县应是分别设置，西汉末东海郡即是如此。③在提供住食宿一点上又可相互补充
，其中，传舍设施齐全，④为主，其余只是辅助性的，为次。《日记》与文献中之所以出现不少在“
亭”食宿的记载，当与“亭”分布广泛有关——亭有城内的都亭与散布各地的乡亭之别，西汉平帝时
全国有县级机构1587个，亭29635个，⑤平均每县18.7个。而成帝时东海郡有县邑侯国38个，亭688个，
⑥平均一县18.1个。东海郡下邳县则有亭长46人，当有亭46个，广布县境，最少的县级单位也有2个亭
长，即2个亭，而传舍仅一所，如前文提到的下邳传舍，在治所；且亭亦为官设机构，有亭长等小吏
。县以下无传舍，一旦官吏公出因各种原因无法抵达县治，只能投宿其中。而9币饶亦曾在若干城内
的都亭住宿，如九月十八日宿开阳都亭、十二月十三日宿高广都亭，原因待考。“邮、置”主要分布
在邮路上——邮路往往与交通线重合，数量无法与亭比，但也具备简单的食宿设施，可临时投宿。因
而后人产生邮亭传置均有舍的印象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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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相对来说多数文章都粗糙了一些
2、政治文化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说尤其如此。
这本书选的文章是有代表性的，基本覆盖了各个朝代。
但是传统史学的痕迹还是有些重，但开拓之功不容抹煞。
这本书我受益很多，对它充满敬意。
3、有些很艰涩，有些很显功力，学生和大师的作品还是很容易一眼看穿。印象最深的是宋史的两篇
，算上五德终始说的消亡的话是三篇。因为对整体感的偏好，虽然历时不短，这本书终于算是翻过了
。观感有些像《国史大纲》或者《中国文化史导论》，只是这种感觉没有后两者来得那么自然，但收
益还是很大。
4、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有许多在现代得到了完整的利用和在发挥。看了一点点，能看出作者的功
底是我们一般的学习者所羡慕不及的。
5、想看吗、、、、、、、、、、、、、、、、、、、、、、、、、、、、、、、、、、、、、、、
、
6、中国史 政治文化
7、从一些小的点，开始入手讲解一个个的案例。但是并没有更加深入去讲这些内容
8、文章水平参差不齐，陈老师的开篇选的有点艰深让全书的读者体会从一开始就亚历山大⋯⋯⋯⋯
传舍和南北关系的那两篇略水⋯⋯亮点大概是中晚唐的士大夫及其政治态度，当然邓老师的水平不用
多说了⋯⋯另外五德终始说的那篇确实非常非常漂亮，不过和陈老师的那篇一样艰深，总之作为一本
贯穿整个2.0的专题研究论文集这本已经殊为不易，但是政治文化通史毕竟不是简单的各段政治文化叠
加，如何找到“主线”，仍应该是所谓“北大政治文化学派”亟待解决的问题⋯⋯
9、学习一下前半段的中国政治史
10、是部很优秀的史学著作，各篇都是各领域内的最顶尖级的学者，其研究水平代表了时下中国政治
文化研究的最高标准。很值得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的学者及史学爱好者的阅读。
11、有几篇很烂，凑数的吧。
12、政治文化这个主题还是可以收的再窄一点儿吧⋯⋯比如元代陆学北传还是比较纯的思想史文章。
13、文集来说，水平真是参差不齐
14、有些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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